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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应用了教学改革课题“高职自动化类专业《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改革建设研究与实践”的成
果（此课题是辽宁省教育厅辽教发【2009】141号文件批准的辽宁科技学院高建新主持的辽宁省高等教
育教学改革研究A类“重点项目”课题），体现了“理论实践能力模块一体化”的“数字电子技术”
教材编写方案。
该方案以培养学生的理论认知和实践操作技能双向并重为原则构建教材内容体系，以理论和实践一体
化为编写原则构建“能力包”型、模块化的“理论实践一体化”内容结构，重在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
技能。
　　本书采用项目导人课程的方式，以任务驱动的形式强化数字电子技术技能型、实用性的课程理念
，突出课程的应用性特点。
　　本书选择一个综合性较强的实践项目贯穿全书始终，即通过实施一个“数字抢答器制作项目”的
工作过程，将数字电子技术的知识进行“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实现培养技能型人才的教学目标；
同时，学习者学习完课程后，能够独立分析复杂数字电路，并能设计、安装、调试、制作实际数字电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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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采用模块形式编写，每个模块在阐述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设计了技能训练项目，并将最后一个模
块设计为综合技能训练项目充分体现“理实一体化”的编写原则。
    全书分8个模块。
第1模块介绍逻辑代数和门电路知识及技能训练；第2模块介绍组合逻辑电路知识与技能训练；第3模块
介绍时序逻辑电路知识与技能训练；第4模块介绍脉冲信号的产生和转换知识及技能训练；第5模块介
绍数模与模数转换知识及技能训练；第6模块介绍存储器和可编程器件知识与技能训练；第7模块介
绍Multisim 7仿真应用；第8模块是数字抢答器设计与制作综合技能训练指导。
各模块后附有习题。
    本书适合高职高专和应用型本科的自动化、机电一体化、电气和电子等专业使用，也适合相关技术
人员参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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